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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Ten Relationships
Miao Liu 
Hotan Loc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Hotan, Xinjiang, 848000, China

Abstract
Comrade Mao Zedong has been deeply thought and expounded on a series of major issues in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put	forward	many	important	thoughts	with	long-term	significance.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cadres	to	understand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mprove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our economic construction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various relations, better the 
basic principle of marxism with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our country,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now on the theory of ten relations to shallow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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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论十大关系》
刘淼

和田地委党校，中国·新疆 和田 848000

摘  要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阐述，提出了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为了
便于干部了解国内国际形势，提高对正确处理中国经济建设中所面临的各种关系的认识，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加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现对《论十大关系》进行简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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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论十大关系》发表于 1976 年 12 月 26 日《人民日报》，

是毛泽东 1956 年 4 月 25 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十大关系。

《论十大关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

相结合的产物，是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思想开篇之作，标志

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探索。是毛泽东在社

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总结出来的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

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论。

2 《论十大关系》的背景及内容

2.1 写作背景
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是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

势的基础上写出来的。1956 年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

期，此时的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2.1.1 国际背景
大阵营逐步走向缓和。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人民普

遍反对战争。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1953 年，最终以停

火协议结束。中国由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世

界上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

供了—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

兴起的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和电子计

算机技术等新技术得到应用，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

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科技进步不仅改变着人们的

生活，亦改变着世界的发展方向。

2.1.2 国内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从此路立起来了。

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

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且人口众多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

义，是党面临的重大历史新课题。党提出以苏联为榜样，苏

联援华建设 156 个项目价值约 94 亿卢布。中国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需在实践探索中逐步解决。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国进

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践中出现新问题，如所有制结构单

一，中央集中过多，忽视商品生产和市场调节，重积累轻消

费等。这些问题引起党和国家关注，如何符合国情的发展道

路成为重大课题。1956 年，毛泽东听取 34 个部门汇报和第

二个五年计划汇报，进行全面调研。4 月 25 日，毛泽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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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对关系做了进一步阐述。

2.2 主要内容
毛泽东同志于 1956 年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十大关系，

这些关系均为必须妥善处理的重大事项。在”重工业与轻工

业、农业的关系“这部分中，毛泽东同志依据马克思列宁

主义关于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借鉴苏联的经验教

训，深入剖析了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联，这一问

题关乎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必须处理好工业和农业的关

系，使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在”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

系“这部分中，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但

内地相对落后。因此，必须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

系，使沿海和内地的工业协调发展。要加强对内地工业的投

入和支持，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同时也要发挥沿海地区的

优势，提高沿海地区的经济水平。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

的关系”这部分中，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

设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必须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

关系，使两者协调发展。要加强国防建设，提高国防实力，

同时也要注重经济发展，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保证国家的

安全和发展的全面推进。这些思想和建议对于当时的社会主

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

了重要的借鉴。在“国家、生产单位与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这部分中，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处理好国

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他提出，国家应该加强

对生产单位的领导和管理，确保生产单位按照国家的计划和

政策进行生产，同时也要保护生产者个人的利益和积极性。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部分中，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

义建设中，必须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

系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也是整体和局部的关系，

这对于中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

系”这部分中，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处理

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他提出，要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

的文化和传统，同时也要加强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和

融合。在“党和非党的关系”这部分中，毛泽东认为，在社

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处理好党和非党的关系。他提出，党应

该加强对非党的领导和管理，同时也要尊重非党的意见和建

议。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这部分中，毛泽东指出，在

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处理好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他提出，

要对反革命进行打击和镇压，同时也要对革命者进行教育和

改造。人民是推动社会进步、对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的群体。

敌人是“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①。敌我之间的

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在“是非关系”这部分中，毛泽东认为，

“是非一定要搞清楚”，不弄清是非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团结。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处理好是非关系。他提出，要坚持

真理、明辨是非、惩恶扬善、主持公道的原则，目的就是要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事

业。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中，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

建设中，必须处理好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他提出，要学习外

国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引进外资、加强对外贸易等措施。

同时也要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尊严，要坚持革命立场。

《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毛泽东从十个方面论述了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着重处理好的关系，总之，《论十大关

系》是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次全面思考和总

结。这十大关系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是指

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文献之一，对于当时和以后的社

会主义建设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作用。

3 《论十大关系》的意义和价值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

针对中国实际情况提出的重要理论。它对于指导中国社会主

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十大关系，既是从当时中

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

复杂性的深刻认识，也是对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

的总结，是对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揭示，是我

们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成果。它为进一步探

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政策依据和思

想方法。

3.1 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和发展方向
十大关系涵盖了国民经济、国防建设、民族政策、政

治生活等多个方面，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个全面、

系统的指导思想。

3.2 提出了处理复杂关系的原则和方法
毛泽东同志强调，处理十大关系时要把握好平衡，处

理好各方面的利益，使之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这为中国社

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种科学、合理的工作方法。

3.3 强调了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

本保证，同时也要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这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4 《论十大关系》在新时代的指导作用

尽管《论十大关系》发表于半个多世纪之前，但它对

于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论

十大关系》的报告，是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中

国实际情况的深刻思考和总结，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

价值。

①提醒我们，在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建设仍然面

临着诸多复杂的关系。我们要深入学习、理解毛泽东同志提

出的处理十大关系的原则和方法，以应对新时代的新挑战。

②强调了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新时

代，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同时也要发挥人

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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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为我们处理国内外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在新时

代，我们要坚持和平、友好、合作的外交方针，推动国际关

系的和谐发展，为我国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5 学习《论十大关系》的体会和启示

学习《论十大关系》，我们深刻体会到了毛泽东同志

的高瞻远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同时，我们也从中得到

了一些重要的启示。

5.1 充分认识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复杂关系的重

要性
只有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稳定

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要注重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思想。

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

的协调配合。因此，他提出了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包括中央

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等

等。这些思想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

用，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5.2 学习掌握处理社会主义建设关系的方法和原则
这有助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推

动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向前发展。毛泽东强调了加强党的思想

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要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提高

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他们的党性观念和纪律意识。只

有思想上保持清醒、坚定，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的正确性和执行效果。

5.3 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发挥人民群众的积

极性，加强党的建设
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强调

了加强党的领导和管理的重要性。他指出，只有坚持党的领

导、加强党的建设，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和顺

利推进。同时，也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和领导水平，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毛泽

东还强调了坚持群众路线与加强党的领导相结合的重要性。

他认为，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

方向和顺利推进。同时，也只有坚持群众路线，才能使党的

领导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需求和诉求，更好地为人民群众

服务。

6 结语

《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

要关系进行了全面论述。学习《论十大关系》，不仅可以更

好地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还可以从

中汲取智慧，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

撑，从中得到了一些重要的启示。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

应深入学习、理解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处理十大关系的原则和

方法，以应对新时代的新挑战，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

向前发展。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社会主义

建设关系的伟大事业，不断探索和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 5 卷，3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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